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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学模式（易位式、案例式、PBL）在
内科学教学中的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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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多元教学模式（易位式、案例式、PBL）在内科学教学中的综合应用的效果。方法：入选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9 月的内

科学学生 220 名，随机分成对照组 110 例，观察组 110 例，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观察组综合应用易位式，案例式和 PBL 的多元教

学模式，比较两组获得的教学效果。结果：观察组的优良率 90.91%，明显优于对照组的优良率 72.73%，差异有统计学的意义（p<0.05）。

观察组对教学的满意度为95.46%，明显高于对照组对教学的满意度74.55%，差异有统计学的意义（p<0.05）。结论：多元教学模式（易位式、

案例式、PBL）在内科学教学中的综合应用可提高学习成绩，提高教学满意度，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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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学是一门综合的具有整体性的临床

学科，是临床各学科的基础，在内科学的教

学中教学模式的选择对其教学质量的影响较

大 [1]。常用的以教师为中心的填鸭式的教学

模式对学生的知识的学习和实践能力的积累

方面的效果并不理想 [2]。本研究综合应用了

易位式，案例式和 PBL 的教学模式在内科学

的教学中的效果较好。现报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选择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9 月的内科

学学生 220 名，基于随机的分组原则，选入

的学生分成对照组 110 名，观察组 110 名，

对照组中男学生 56 名，女学生 54 名，观察

组中男学生 55 名，女学生 55 名。两组学生

在入学时的学习成绩接近。两组的一般资料

之间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的意义（p>0.05）。

（二）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教材为

基础，教师针对教授内容制作课件，在课上

对教学内容进行讲解，授课结束后留相应的

课后作业，学生以学习与完成作业的方式进

行内科学的学习。观察组综合应用易位式，

案例式和 PBL 的多元教学模式，首先，易位

式的教学中，教师与学生身份互换，鼓励学

生上讲台讲课的方式完成学习内容，学生在

教师的引导下，完成选题及教学内容的补充，

在上课后，在老师的带入下让提前安排好的

学生进行新课的教授，在课程结束后，留出

时间提问，由老师对教学的内容进行总结。

其次，案例式的教学在教学中选择典型的案

例，将学生带入案例中，对实际情况进行分

析，思考，对需要解决的问题积极的思考解

决办法，可以让学生较好的进入情景中，在

解决问题的积极性方面更高。最后，PBL 教

学中，以学生为中心，将学生分成学习的小

组，不同的学习小组积极的对问题进行思考，

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对问题进行总结，以查

阅资料等方式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在课上

以模拟情景的方式使学生可以积极的提出问

题，并积极的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小组的

讨论与学习，可增加对教学内容的掌握。比

较两组获得的教学效果。

（三）评价标准 [3]

以试卷考试的形式对教学的成绩进行评

价，满分为 100 分，得分 90-100 分为优，

得分 89-80 分为良，得分为 79-60 为中，得

分 60 分以下为差。优良率为优与良的比例

之和。采用调查问卷对教学的满意度进行评

价，调查内容包括教学的形式、内容等，满

分为 100 分，得分 100-80 分为满意，得分

79-60 分为基本满意，得分 60 分以下为不

满意。满意度为满意与基本满意的比例之和。

（四）统计学的分析

基于计量的和计数的数据以统计学的软

件 SPSS19.0 做相应的统计学上的分析，均

数±标准差(`X±S)是计量的数据的体现，

用 t 检验方式进行组间的差异的比较；用

百分比表示计数的资料，采取
2χ 校验比较

数据间的差异，当 P ＜ 0.05 时，显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一）两组的学习成绩比较

两组学生在不同的教学模式后对学习成

绩的考核，观察组中优 78 名（70.91%），

良 22 名（20.00%），中 6 名（5.45%），差

4名（3.64%），对照组中优59名（53.64%），

良 21 名（19.09%），中 18 名（16.36%），

差 12 名（10.91%），结果可见，观察组的

优良率为 90.91%，明显优于对照组的优良

率72.73%，差异有统计学的意义（p<0.05）。

（二）两组的满意度比较

两组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结果为观察组

中满意 80 名（72.73%），基本满意 25 名

（22.73%），不满意 5 名（4.54%），对照

组中满意 60 名（54.55%），基本满意 22 名

（20.00%），不满意 28 名（25.45%），结

果可见，观察组对教学的满意度为95.46%，

明显高于对照组对教学的满意度 74.55%，

差异有统计学的意义（p<0.05）。

三、讨论

内科学作为临床其他医学科的基础，在

医学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方面的意义较为普

遍，学生对内科学的掌握程度影响其对其他

医学科的学习基础。因此，对内科学的教学

与教学成果显得尤为重要 [4]。在内科学的教

学中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教师为中心，对课

本的内容进行基础的讲授，学生课后完成对

应的作业，但是在提高学习成绩方面的效果

并不理想。因此，针对内科学的学习，可以

通过改变教学模式的方式提高学生对内科学

的学习内容的积极性，本研究中以多元的教

学模式包括易位式，案例式和 PBL 应用在内

科学的教学中，获得的教学成果较好 [5]。

本研究将选入的学生随机分成传统教学

的对照组与多元教学模式的观察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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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的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的意义（p<0.05）。观察组对教学的满意

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的意义

（p<0.05）。可见，多元教学模式在提高成

绩和教学满意度方面较好，易位式的教学通

过学生与教师的身份互换，教师为学生选题，

学生通过对教授内容的准备可以充分的了解

教授内容中疾病的特点及相关学科之间的联

系，在课上认真讲解之后，留出学习交流的

时间，可以调动学生在学习中的积极性。案

例式的教学中教师提供典型的案例，将学生

置身在实际的情景中，学生可以积极思科案

例的情景，对问题积极的思考，并寻求解决

问题的办法，可以提高思维能力。PBL 教学

以学生分组建立学习小组，通过对课题内容

的准备，搜集资料，课堂教授等综合的方式

可以提高学生查阅资料，提出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在内科学的教学中结合了易位式，

案例式和 PBL 的多种形式的教学，能够改变

内科学教学中的教学中心，以学生为中心，

通过学生在教学中的上讲台讲课，置身在案

例中分析案例中的问题，以分组的方式准备

教学内容等方式，提高学生在教学中的位置，

可以提高学生在教学中的积极性，在提出问

题，思考问题，查阅资料等方面均有明显的

提高，通过多元的教学，学生更能积极主动

的学习，在掌握课程知识方面进步性较大，

因此，在内科学的教学中应用多元的教学模

式（易位式、案例式、PBL）的效果较好。

综上所述，多元教学模式（易位式、案

例式、PBL）在内科学教学中的综合应用能

有效的提高学习成绩，教学满意度较高，可

以在内科学的教学中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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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内科学是对医学科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的临床医学学科。它是一门涉及面广和整体

性强的学科。 它是临床医学各科的基础学

科，所阐述的内容在临床医学的理论和实践

中有其普遍意义， 是学习和掌握其他临床

学科的重要基础。其任务是通过教学使学生

掌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病因、 发病机制、

临床表现、诊断和防治的基本知识、基本理

论和实践技能。医科大学生的内科学课程， 

分为系统学习和毕业实习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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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式英语的克服

克服中式英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

语言教育家克拉申称，语言学习者由于没有

充分掌握目的语知识，不得不依赖母语。避

免母语负迁移，学习者必须在对比分析英汉

语言差异基础上，调整、转换思维，坚持不

懈地提高英语水平。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不能一蹴而就。笔者提出以下建议，尝

试帮助中国学习者克服中式英语。

（一）模仿

学习一门语言就像培养一种新的技能或

习惯，需要正确模仿，不断重复练习来掌握

它。通过听和模仿母语人士的话语，会一定

程度上改善发音。而在英语教学中，学生模

仿的主要对象是教师和教材。因此，教师应

该具备优秀的语音面貌，良好的英语组织和

表达能力；教材编者也应确保英文材料的正

确性。教师可以通过外教活动打造母语环境，

鼓励学生大声说英语，以便学生更好地模仿。

（二）纠正错误

学生的书面表达是一种有效的纠正反馈

形式。

（1）a）Anger made me want to say 

those words.

（2）a）My father’s encouragement 

made me want to help him with the 

work. 

汉语学习者倾向于写出上述句子，因为

汉语中的“致使”结构很常见。教师应该帮

助学生采用比“使某人做某事”结构更具表

现力的方式进行造句，引导学生转换思维，

以简明标准的方式传达意义。例如以上句子

可转换为：

（1）b）Anger drove me to say 

those words.

（2）b）My father’s encouragement 

inspired me to help him with the work.

四、结语

本文也许不能彻底解决汉语思维对外语

学习的影响，但笔者希望能够唤起广大学习

者对母语干扰的意识，有意培养西方思维方

式，正确使用英语。在了解到母语究竟以何

方式干扰英语学习后，我们就可以尽量避免

负影响，不犯或少犯中式英语的偏误，从而

提高个人乃至整个民族的英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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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中式英语（Chinese English）指带有

汉语词汇、语法、表达习惯的英语，是一种

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在使用英语时，因受

汉语思维方式或文化的影响而拼造出不符合

英语表达习惯的，具有中国特征的英语。这

是中国人在学习英语过程中出现的，是必然

的一种语言现象。

随着英语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流行的话

题，许多新鲜事也跟着出来了。俄罗斯新闻

公布全球语言监听会公布的 2005 全球最流

行的十个词汇清单，chinglish位列第四位。


